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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杨女士，我是厦门市公安局机场派出所
民警李杰，你刚才下机时是否遗落了一台平板电
脑？”2022年暑假的一天，正在值班的李杰查看微
信群消息时，发现有机场工作人员在航班上捡到
一台平板电脑。李杰立即根据信息，不到20分钟
就查找到失主杨女士，此时她正在从机场回家的
路上，还没发现平板电脑不见了。

在李杰的手机里，有两个被置顶的微信群，一
个叫“机上失物查找联动群”，另一个叫“机场失物
查询联动群”，这两个微信群，李杰都没有设置静
音，也正是这两个微信群，帮助李杰快速找寻失
物，帮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去年国庆节，李杰在航站楼内执勤时接到报
警，杭州来厦旅游的李女士称自己丢失了一串金
手链，价值20万元。接警后，李杰立即联系上李
女士，可对方此时已经登上飞机，舱门即将关闭，
李杰只能通过电话简单和对方了解当天行程和
失物信息，随后让她先安心返回杭州，手链他来
帮忙找。“说实话，手链那么小的物品，又不知道
具体丢失位置，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但李杰没
有放弃，立即展开摸排，同时将李女士当天从出
发层下车后至登机口的行程信息编辑发到手机
置顶的两个微信群内，很快微信群内有人回应，
一名旅客在出发层捡到了一条手链，已经交到机
场工作人员手中，李杰立即对比李女士发来的手
链图片，确认是失物，而此时在万米高空机舱内

的李女士不会想到，李杰仅用半小时就帮她找回
了手链。

“航站楼内的警情中，旅客遗失物品求助警情
占20%以上。由于机场旅客服务保障环节多，信
息共享存在时间差，导致帮助旅客找寻失物所耗
费的时间也较长，平均一起该类求助警情处警时
长超过2小时。”李杰带领队员，联合机场辖区多部
门建立机场旅客遗失物品快速查找工作联动机
制，大大提高遗失物品找回的效率，得到旅客和机
场相关单位的广泛认可。

今年年初，从国外飞来厦门的旅客林先生报
警称，在过海关时丢失了一个装着产品的免税购
物袋，疑似被人盗窃。“我认为被盗窃的可能性不
大，会不会是别人拿错了？”带着疑问，李杰和队员
赶到现场后了解发现，购物袋在过海关X光机时
被一名女子提走，而女子已经离开机场。

“我们了解到女子住进了岛外一家宾馆，可抵
达时对方一行人已经出门游玩，于是我和队员就
在酒店内耐心等他们归来。”大约1小时后，女子回
到酒店，经过确认原来是在过安检时女子将购物
袋拿错造成的“乌龙”，避免了一场误会又帮旅客
找回了丢失物品。林先生也对李杰认真负责的态
度表示感谢，并为他送上锦旗。

“在旅途中，旅客往往会因为赶着乘机或者着
急见家人，导致粗心遗忘了自己心爱的物品，有些
东西再也没有找回来，成了他们心中对这趟旅程
的遗憾。”李杰告诉记者，在机场派出所任职7年
来，他先后帮旅客找回了千余件遗失物品，物品金
额达500万元以上，他希望通过这些被找回的遗失
物品，让旅客回忆起这趟旅途时，能记住这座城市
的温暖。

鼓浪屿“名侦探”、地铁“寻物哥”、机场“找包王”——

他们是穿警服的“雷锋”

在人流众多的旅游景区寻人、在繁忙的
机场候机楼里找包、抓住“黄金三分钟”帮地
铁乘客查找财物挽损……这些都是厦门市
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日常，其中部分工

作甚至超出了职责范围，但他们仍不遗余力
地尽可能提供帮助，践行雷锋精神。

3月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月，连日来，
本报记者走进厦门旅游景区、高崎国际机场

和厦门地铁，采写了三位“警服雷锋”的故
事，他们中有11年找到900多名走失人员的

“名侦探”，也有地铁“寻物哥”和机场“找包
王”。

文/本报记者 程午鹏 张玉榕 图/卢剑豪 通讯
员 厦公宣

在鼓浪屿工作11年，林清火累计帮游客找回
走失人员900多名，其中找回走失未成年人人数超
过一半。他还帮群众找回遗失物品3120件。众
多游客在留言簿上写下对林清火的感谢话语，有
游客称赞他是鼓浪屿上的“名侦探”。

3月23日晚上7点多，一名江西游客报警，说
同团一名母亲的两三岁的儿子在延平路走失，林
清火赶到现场时，这名母亲因为担心已哭得说不
出话来。简单了解走失儿童体貌特征后，林清火
发动巡逻队员一起寻找，同步将走失儿童信息发

布到群防群治微信群里，没多久，他们在同一路段
相距100多米的地方找到走失儿童，原来是天色较
暗、游客众多，儿子与母亲走散后就不敢再走了。

“游客上岛高峰时期，最多一个班次接到过5
起人员走失的求助报警。”林清火说，这些报警中，
最多的就是未成年人走失的情况。“寻人第一要务
是安慰家属情绪，收集走失人员照片、体貌特征等
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微信群发动巡逻队员以及房
东、岛上工作人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寻找。”林清火
说，值得自豪的是，11年来900多名走失人员都在
当天安全找回或者联系到人，未发生过一起无法
找到的情况。

林清火说，岛上人员走失大多发生在街心公
园和菽庄花园附近的海滩，两处地点都是人流密
集区域，街心公园出入口众多，一旦家长没留意，
孩子可能跟错了人，容易走失；菽庄花园附近的海
滩上，不少游客首次与大海亲密接触，家长忙着拍
照发朋友圈，孩子忙着挖沙子、嬉戏，极易走散。

“寻人时，得代入走失人员角色，根据不同年
龄，模拟出行走路线、行进距离等，再针对性寻
找。”林清火说，这种模式在11年来的数百次寻人
中屡试不爽，这也是他被游客誉为鼓浪屿上的“名
侦探”的重要原因。

林清火说，还有一种孩子与家长闹别扭故意
走失的情况，找起来最为棘手。此前，一名小朋友
因家长限制玩手机游戏的时间，故意与家长走散，
还刻意躲着家长。林清火陪着情绪失控的家长从
中午12点找到傍晚5点多，他结合小朋友从内厝
澳码头上岛，可能会原路返回该码头的心理，成功
在内厝澳码头蹲守到了这名小朋友。

林清火来到鼓浪屿派出所时，恰逢“屿家亲”
服务品牌设立之初，不少游客、工作人员“捡到”走
失儿童送到“屿家亲”走失人员服务中心，林清火
也会安抚这些走失儿童，帮忙寻找家长。林清火
说，每次看到家长和走失儿童团聚的情景，不论是
喜极而泣，还是带着爱意的责备，他都会觉得很欣
慰，让游客开心而来，平安而归，对于他来说再辛
苦都值得。

林清火也见证了“屿家亲”服务品牌的不断提
升，“屿家亲女警队”活跃在鼓浪屿上帮忙寻人、寻
物、调解纠纷的过程。看着“屿家亲”服务品牌越
来越受到群众认可，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林清火
表示，他可以安心退休，把“名侦探”的“接力棒”交
给“屿家亲”女警队员们和新一代年轻民警们手
中。

3月26日星期天，市公安局殿前派出所组
织暖警爱警的亲子体验活动，一群警娃们走进
殿前派出所，在警爸、警妈的引领下，共同开启
了一段难忘的警营探访历程……

警娃们参观了综合指挥室，“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一报警，警察叔叔总能那么快地出现在
现场了！”

人气最旺的是“举高高”，小朋友们随着消
防车云梯让自己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哇哇
哇”的惊呼声阵阵传来。

派出所还专门与悠崽手创物语和九边形
AI实验室合作，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小朋友们
饶有兴趣地做起了手工，他们开动脑筋，发挥
丰富想象力，在手提袋上精心作画，制作出专
属于自己的礼物。

九边形AI实验室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精
彩酷炫的科技表演，有趣的“阿尔法”机器人表
演和无人机操控体验，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
科技的魅力。

经过近3小时的警营“零距离”接触，警娃
们不仅深刻体验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严肃、紧
张、勇敢、奉献的日常工作，他们的独立、坚强、
自信等良好情操也受到了陶冶，亲子关系进一
步增进。 （本组文/图 通讯员 张露悦）

买玩具不成
9岁男孩赌气走散

地铁全线民警动员，热心帮助找回

9岁小孩因要买玩具不成，赌气要独自回
家，家长十分着急，请求民警帮助寻找。

3月26日上午，市公安局集美软件园站派
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其9岁儿子赌
气后走散，有可能上了厦门地铁1号线。接警
后，民警向家长了解男孩走散原因及容貌特
征。原来，男孩父亲带孩子到厦门市儿童医院
看病，男孩提出要买玩具，父亲答应看完病再
买，男孩不乐意，趁家长不注意，竟然悄悄打定
主意要独自乘地铁到火车站回漳州老家。接
警后，集美软件园站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立即将
情况通报全线各站点，民警根据男孩容貌特
征，发动工作人员在各站点出入口留意观察。
10时20分，民警任济成在地铁厦门北站上行
四号口出站闸机前发现该男孩并将其拦下，通
知其父亲前来认领。家长到场后，民警确认了
双方身份。民警对小孩进行安全教育，并告知
家长教育小孩要注意方式方法。最后，家长对
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并将小孩安全带回。

地铁1号线集美大道站

八旬老人摔伤
辅警紧急救助

3月28日16时18分许，一位老人在厦门
地铁1号线集美大道站4号出入口电扶梯上摔
伤，正在巡逻的辅警潘永明接到地铁工作人员
报告后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得知是一名
80多岁的老奶奶在其儿子陪同下乘坐电扶梯
出站，因没站稳不慎摔倒，脸部有多处擦伤、出
血，辅警一边将情况向当班执勤民警报告，一
边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对受伤老人进行消毒、止
血等现场紧急救治工作，并让车控室拨打了
120，同时做好现场秩序的维护与管控。16时
40分左右救护车到达，医务人员对老人进行
了简单包扎处理，警务人员协助他们将老人转
运上救护车，前往医院就医。

老人家属对警务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的
热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警娃进警营
精彩“嗨”不停

殿前派出所组织亲子体验活动

林清火，
今 年 即 将 退
休 ，从 警 40
年，曾在厦门
市人民警察培
训学校、集美
公安分局、思
明公安分局工
作，两次获得
个人三等功，
2012 年 8 月到
鼓浪屿派出所
工作，现任该
所社区警务队
三 级 高 级 警
长。

修荣兴，1995年入警，现任市公
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塘边站派出所一
级警长。从警以来，荣立个人三等功
1次，个人嘉奖10次，爱民敬业先进
个人3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
人2次。

李杰，1991年
12 月 出 生 ，2014
年 11 月参加公安
工作，现任市公安
局机场派出所三
级警长，曾荣获个
人三等功 1 次，个
人嘉奖 4 次，优秀
共产党员，2020—
2022 年度厦门公
安“十佳法制员”，

“百日行动”省级
先进个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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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房舒 图/塘边站派出所 提供
修荣兴是地铁3号线蔡厝站的包站民警，分

管后村、浦边、蔡厝三个站，工作时需在三站之间
巡查，但遇到有乘客的失物求助，修荣兴无论在
哪个站点都能第一时间利用就近的警务室，查询
相关信息，争抢时间。

地铁3号线开通以来，修荣兴累计帮沿线乘
客、群众寻回遗失物品80余件，帮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2.6万余元。被称为地铁“寻物哥”的他,有
一个“黄金三分钟”心得。

“我测算过，乘客从车厢内到刷卡出闸，再出
地铁站，大概用时3分钟。”修荣兴说，而他们最
快察觉有物品遗失的时间也差不多。实际工作
中，修荣兴发现不少“手快”的乘客在发现物品遗
失后，要么第一时间挂失银行卡，要么第一时间
补办手机卡、身份证，所以他得“抢”在这些行动
之前，帮他们找回失物。“这才算真正的挽损。”他
说。为此，他总结出了快速寻回的九字口诀：抢
时间、拓空间、协无间。

2022年5月26日下午2点，修荣兴在地铁蔡
厝站接到控制室报告，站台巡检在清车时捡到一
个手提包，经清点，发现包内有现金5000余元及
身份证、社保卡等贵重物品。修荣兴就近利用警

务室，查询到失主彭女士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
通知她前来领回了失物。

当遇到一些失物主人难以在第一时间取得
联系时，他会立即调动手上与身边的警务资源广
拓线索：本人联系不到，那家人呢？朋友呢？同
事呢？修荣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网络，
这是利用“六度空间”理论最好的时候。是为“拓
空间”。2023年2月17日上午，修荣兴在地铁蔡
厝站站台盘查时捡到一个智能手表，因为没有当
事人电话，民警通过手表内的微信联系到了失主
的父亲，请他代为转达。失主接到电话后及时赶
回蔡厝站。

以上两个口诀基础上，修荣兴查缺补漏，在每
次交接班时都会先充分熟悉当班辅警、站内外工
作人员排班情况，以策应有寻物、寻人需求时的即
时资源调动，是为“协无间”。2022年8月底，有站
内工作人员在蔡厝站站台附近捡到一套证件，修
荣兴迅速发动辅警、站内外工作人员沿线寻找失
主。10分钟内就将还未出站的失主找到，原来是
一位母亲带着6岁的儿子要去学校报到，这些证
件也都是报到要用到的，被联系上时失主还不知
道东西丢了。

正是由于修荣兴的敬业、负责，地铁3号线
开通以来，他多次帮乘客找回遗失物品、挽回损
失，获得群众赞誉无数，被同事称为地铁3号线
的“寻物哥”。

亲子体验操控机器人表演亲子体验操控机器人表演。。

辅警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对受伤辅警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对受伤
老人进行现场紧急救治老人进行现场紧急救治。。

民警安慰独自出走男孩民警安慰独自出走男孩。。

民警林清火在鼓浪屿为游客提供服务民警林清火在鼓浪屿为游客提供服务。。

民警修荣兴民警修荣兴（（左一左一））帮乘客找回失物帮乘客找回失物。。

李杰李杰（（前前））在客舱内核实旅客物品在客舱内核实旅客物品。。


